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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人类的艺术活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雄列于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中。
    琴棋书画与篆刻，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
它们在历史的激荡中不断更新和发展，艺术之水源远流长，由一泓清泉演化为呼啸天地、吐纳古今的
汪洋大海，这是中华民族艺术自身强盛的生命力使然。
    古琴艺术，不仅是一门专门的音乐艺术，而且可以说是集中国传统音乐、文学艺术之大成，是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
夏商周礼乐时代，古琴成为时代的宠儿。
秦汉时期，古琴逐渐在民间普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琴家，产生了大量传世的经典名曲。
汉代蔡邕创作的《广陵散》、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在琴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古琴艺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古琴形制初步定性，琴上的徽位已经具备，琴家辈出，嵇康
和阮籍都是当时很有造诣的琴家。
隋唐时期，琴学艺术为大批文人名士所接受，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琴师琴家，他们对琴艺的发展起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宋时期，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琴学艺术中人才辈出。
中国古琴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在明清两代已变得相当成熟，并形成了多种流派。
晚清时期，古琴艺术在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中开始普及。
可以说，古琴艺术是中华民族古代音乐文化的高度浓缩，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围棋是中华民族祖先流传下来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围棋在我国春秋战国时就已广为流传，并出现了闻名于诸侯列国的国手弈秋。
在围棋大发展的两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论述围棋理论的《弈旨》和《围棋赋》。
魏晋时期，中国围棋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高潮期，不仅有褚思庄等围棋名手出现，而且还出现了大量棋
谱。
隋唐时期，围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王积薪等著名国手。
在众国手争霸的宋元棋坛，出现了刘仲甫等著名棋手，并出现了影响后世的《棋经十三篇》和《忘忧
清乐集》等围棋理论书籍。
到了明朝，由于著名棋手过百龄大量棋书的出现而再次掀起围棋发展的高潮。
在棋手如林的清朝，出现了黄龙士、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等著名棋手。
围棋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沉浮浮、曲曲折折，融进了中华民族文化中许多有益的成分，并以其所具有的
深邃哲理，所包含的古老中国的文化底蕴，所具有的激烈斗智的胜负感、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性，而
独具魅力。
    书法，是靠毛笔运动的灵活多样，以及水墨的浓淡、粗细变化的丰富性，在纸面上形成有意味的黑
白笔画所构成的。
在中匡古代，书法享有崇高的文化艺术地位。
原始社会文字的产生，为书法艺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商周时期，从甲骨文到金文，基本形成了中国书法艺术流动的、富有生命力的线条造型美。
汉隶是汉代具有特殊成就的书法艺术，是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
魏晋时期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从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表现转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抒发
。
唐朝柳公权与颜真卿完成了魏晋书法向楷法的过渡。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尚意”书风的形成，为中国书法史又添一笔。
元代书法家赵孟颓、鲜于枢等人开创的遒丽秀媚的书风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习古法守常而出入变化于
古法”的时期。
明朝书法家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等人和清朝的“扬州八怪”以及近代的书法家赵之谦、吴昌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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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等人都在学习前人书法艺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
作为一种表现艺术，书法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折射着各个时代文化的特征。
    自从记录原始先民生活的原始绘画揭开中国绘画面纱以来，带有鲜明的装饰风格的战国绘画作为一
种独立的艺术品出现，标志着中国绘画走上绘画艺术自身的发展道路。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用途的扩大，绘画有了较大的发展。
魏晋时期，随着文艺进入自觉的时代，绘画有了更大的发展，创作理论和专职的文人画家均发轫于这
一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的绘画进入了人才辈出、佳作无数的鼎盛时期。
五代和两宋时期，富于人情味和抒情性的绘画开中国美术新风。
发展到元代，追求笔墨情韵的山水画又将中国绘画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明代绘画，总的趋向是走向多元化，以花乌的成绩最为突出，名家辈出，富于创造。
清代“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画家另辟蹊径，使中国绘画再次繁荣。
晚清海派画家的杰出人物虚谷、任颐、吴昌硕开创的清新明亮、雅俗共赏的新画风，使中国传统的经
典绘画完成了向近现代绘画的转轨。
    中国的印章艺术尽精微而至广大。
在它漫漫几千年的历程中，峰回路转，由实用而艺术，生生不息。
原始社会晚期陶器上刻画或彩绘的符号成为篆刻艺术的花蕾。
汉代印章具有质朴而壮美的审美情趣，为后世历代篆刻家所崇尚。
隋唐时期，印章艺术几乎为九叠文一统天下。
元代花押开创的楷书入印的典范，使中国印章从不自觉的实用艺术转向自觉的篆刻艺术。
明代文人篆刻家标新立异，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
清代篆刻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在艺术形式上超越了前代，而且在艺术内涵
上更为深邃。
晚清篆刻艺术已相当成熟，名家辈出，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推赵之谦、黄士陵和吴昌硕。
篆刻家尽水兴波，游刃恢恢，在方寸之间，把含蓄与锋芒、挪让与屈伸、刚与柔、拙与巧、直与曲、
方与圆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灌注了中国人特有的哲理与才思。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这正是我国古代玺印与篆刻的魅力所在。
    艺术之海五彩斑斓、群星璀璨，当今时代大潮摧枯拉朽、一日千里，使人鼓舞，使人感奋，使人销
魂，艺术当随时代，艺术家们当不懈努力，有继承，有创新，有作为。
    本书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琴棋书画和篆刻五大门类的艺术发展史为线索，以点带面，介绍这五
大门类艺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所创造的辉煌成就，让读者了解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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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琴棋书画与篆刻》是一部关于中国的艺术史图解，内容包括远古的情思与想象力、三代艺术的
礼乐时尚、理性与情感美的交融、大气而浪漫的秦汉艺术、质朴而壮美的汉代印章、雄强浑厚的唐楷
、九叠文主宰公印的时代、公印军用与文人印的发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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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远古的情思与想象力 一、传说中的古琴 二、雏形已具的围棋 三、黄帝时代有文字 四、自然天
真的原始绘画 五、篆刻艺术的萌芽 第二章三代艺术的礼乐时尚 一、礼乐盛行时代的宠儿 二、益智增
识的围棋 三、汉字线条美之源 四、扑朔迷离的三代绘画 五、深受契刻影响的早期玺印 第三章理性与
情感美的交融 一、走向士人的大众乐器 二、围棋鼻祖弈秋 三、令人惊诧的大篆《石鼓文》 四、战国
帛画的幻想色彩 五、富于艺术意向的古玺 第四章大气而浪漫的秦汉艺术 一、爱琴解音的文人琴家 二
、《弈旨》和《围棋赋》 三、开放而洒脱的汉隶运动 四、浪漫而多彩的汉画艺术 五、质朴而壮美的
汉代印章 第五章飘逸超然的魏晋风度 一、七弦琴流泻出千古情韵 二、名手辈出的魏晋围棋 三、形神
兼备的魏晋书法 四、“画绝”顾恺之 五、挺健冷峻的魏晋篆刻 第六章辉煌而多元的隋唐艺术 一、文
人音乐与市井琴艺 二、诗如潮涌、棋如星云的隋唐时期 三、雄强浑厚的唐楷 四、雄健清新的隋唐绘
画 五、九叠文主宰公印的时代 第七章具有诗意美的五代、两宋艺术 一、人才辈出的琴学艺术 二、刘
仲甫及其《棋诀》 三、“宋四家”与尚意书风 四、富于人情味和抒情性的五代、两宋绘画 五、公印
军用与文人印的发轫 第八章文人意识强烈的元代艺术 一、汉化的蒙古族著名琴家 二、驰名中外的棋
书——《玄玄棋经》 三、遒丽秀媚的元代书风 四、文人画家的山水意境 五、楷书入印与印石篆刻 第
九章力创新风的明代艺术 一、百花齐放的明代古琴艺术 二、过百龄与明代围棋的瑰景 三、以古出新
的明代书法 四、走向繁荣的写意花鸟画 五、别开生面的明代文人篆刻 第十章锐意求进的清代艺术 一
、日益成熟的古琴艺术 二、棋家如林的清代棋坛 三、尊碑求变的清代书风 四、格外耀眼的清代绘画 
五、腾波而起的清代篆刻 第十一章探求新颖审美形式的近代艺术 一、走向民间的古琴艺术 二、日益
衰落的中国围棋 三、创新求变的书法艺术 四、雅俗共赏的近代绘画 五、蔚为大观的篆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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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远古的情思与想象力 中华民族的审美艺术是先民审美活动的产物。
据考古资料和先秦典籍记载，远古先民明显带有审美性质的意识活动，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
时代以后。
中华民族先民的审美活动孕育了艺术，中华民族的艺术史也从这时开始了。
传说中的古琴，使我们了解到古琴在原始社会政治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纵横交错的棋盘雏形的产生，也揭开了围棋的历史。
这时作为全民交际工具的文字也产生了。
原始人类自然天真的绘画使我们认识到了远古的情思与想象力。
原始社会晚期陶器上的契刻符号也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传说中的古琴 琴，是中国古老的弹弦乐器，古代称“瑶琴”、“丝桐”等。
近现代以来，文人们给它冠以“古”称，故又称“古琴”。
因它的标准形制是七条弦，所以又称“七弦琴”。
古琴艺术在中国传统乐坛享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华民族古代音乐文化的高度浓缩，更是中国古代文
人音乐的精髓。
 在传说中的上古时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传说故事来了解古琴的起源。
 人们总是将古琴的创制与我们熟知的人物联系起来。
在古籍记载中，就有许多古代神话人物如伏羲、神农、尧、舜等创制古琴的传说。
在《太古遗音》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传说：“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削桐木“制以为琴
”，认为古琴的创造者为伏羲。
《礼记·乐记》中则认为“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
这样古琴的发明者又成了舜。
又有传说认为，原始社会发明农耕的神农氏曾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
如果按照这些说法，琴的创制和产生又被推到了传说中的上古时期，距离现在至少有4000年～5000年
的历史！
这些虽然无从考证，但可以确信的是，古琴这件乐器出现得一定很早。
 另外，我国流传的一些关于古琴创制的传说，将古琴的创制与沟通天人、调息天地阴阳之气的娱神器
物相联系。
如《吕氏春秋》记载道：“昔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
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诗经·小雅》中也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谷我士女”。
从这些传说故事中，可知古琴创制之始不仅仅是一件能够供人娱乐的乐器，而且是娱神器物。
 关于古琴的创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目前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想象其最大的可能性。
例如有一种说法猜测古琴产生的经过。
人类在原始时代就知道使用弓箭，在射箭时，弓箭发出的绷绷声，会给人以音乐美的启示。
这种用以捕兽、作战的工具，终归有一天会演变成为乐器，于是它便从广袤的战场、猎场退居到音乐
歌舞场所。
可以想象到，最早的古琴弦数一定较少，以后逐渐增多。
这种说法突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创造性智慧，把那些神秘的传说因素给剔除了，但似乎
无法说明古琴一开始就在整个社会政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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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五千年文明图说丛书:琴棋书画与篆刻》由高翠编著。
你想了解大气而浪漫的秦汉艺术吗？
你想了解质朴而壮美的汉代印章吗？
你想了解辉煌而多元的隋唐艺术吗？
你想知道汉化的蒙古族著名琴家有哪几位吗？
你想深入了解百花齐放的明代古琴艺术吗？
⋯⋯通过阅读《中华五千年文明图说丛书:琴棋书画与篆刻》你就能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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